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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上溯至隋朝建立郡县，下限1995年。本着详今略古，立足

现代记述，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。

’二、本志体例：采用横排纵写，以概述、大事记统览全志，以白话

文体叙事，篇首立序言、凡例，附以本县地形图及重点工程彩照于

前，随后概述、大事记、正文目录，共十四章五十三节，总计十五

万字。

三、记述范围：本县(市)管辖区域，从历史上与毗邻的化州、

茂名、坡头屡有变动。本志采用1958年划定管辖范围。

四、资料来源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主要录自吴川县档案局

旧档案、旧县志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主要来自水利电力局档

案室“河流规划复查报告”资料，以及统计、气象、水文等有关部

门提供，也有部分来自老干部、老工程技术人员记忆叙述。如有异

议，召集有关人员核查校正，提高可靠程度，以资借鉴。

五、本志纪年记载：建国前，以朝代、帝号纪年，括号内加注

公元年号，月日均为夏历；建国后，一律采用公元纪年阳历记述。

六、数字与度量；建国前，数字及度量按当时的习惯，用汉字

书写；建国后，原则上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，度量一般采用公制，但

有的章节出现市亩市斤。

七、地名：以原习惯称位为标准，有的更变，附加括号说明。

八、地面高程：采用珠江基面为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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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川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，湛江市东北部，背靠茂名，。东南面临

南海，属鉴江平原滨海区。鉴江、袂花江、塘缀河贯穿境内，河网纵

横交错，百川归流汇集吴阳沙角漩出南海。

吴Jll境内常受风、旱、洪、涝、潮等自然灾害侵袭，故有：“信

宜山上淋湿石，吴JlI平地水流牛”之说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，吴川

人民深受自然灾害折磨和窘迫。但是勤劳勇敢的吴川人民从来不向自

然灾害屈服。

从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开始，无数劳动人民和仁人志士，为改造吴

Jll自然环境英勇奋斗，付出了无偿的代价和力量。特别是中华人民共

和国建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吴川广大人民群

众、革命干部和科技人员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水利建设方

针，因地制宜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开展了。场又一场规模壮阔、

深入持久的水利建设运动。治理鉴江采取“摘枝强干"、沿岸修堤防

洪与治涝，堵截鉴江，建设梯级拦河闸坝，引水灌溉万亩农田；疏河

筑堤，开垦大片耕地；解决苦旱，采取开挖“一村一塘、十亩一

井"，加设电灌、井灌、喷灌、滴灌等水利建设措施。大大地改变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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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川农业生产落后面貌，为工农业生产用水和生活供水，为确保城乡

的防洪、防潮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，促进了吴川国民经济的快速发

展。

吴川的水利建设凝聚着吴川人民的聪明智慧，先后创造了“龙首

式水井"、“装配式预制构件水工建筑物”、“土法吊装水工建筑物

施工”、农业生产“田园化灌溉"、“预应力水泥钢筋混凝土"、

“预应力钢丝网水泥构件"、“喷灌、滴灌科技试验生产"、“纤维

布砂土围堰防水”、“混交林水土保持治理”等，有些科技项目，走

在全省、全国水利科技革新的前列。在七十年代，全国各省、市地治

区除台湾和西藏外，均有大批人员到我市参观、取经，这是吴川水利

建设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
编写这部《吴川市水利志》就是客观地、科学地把吴川的水利发

展史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。吴川水利工作者在水利水电建设和管理

中的实践过程如实记载下来，把曾为吴川水利事业作出较大贡献的历

史人物、科技人员功绩记述下来，使之随历史长河流向千秋万代，为

后人留下珍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。 一

’

编写《吴川市水利志》过程中，得到广东省、湛江市水利志编委

的指导和督促，吴川市志办的积极帮助，在参加修志全体同志的努力



下，怀着对人民和历史的高度负责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数易其稿，

终于完成。在此，对上述单位及有关人员，对为本志编写提供了不少

宝贵资料的吴川市水利建设工作的广大老领导、老工程技术人员，谨

致以衷心谢意!

由于历史资料的残缺不全，撰稿的同志是在工作繁忙中兼职修

志，再加以我们的水平所限，本志尚有不少遗漏和错讹之处。恳请有

关部门和广大专家、读者、水利同仁批评斧正。

车炎康

一九九八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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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吴川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，湛江市东北部，地处北纬210，东经

11 1 0之间，鉴江从南巢入县境， 自北向南经县治梅录镇由塘尾和

黄坡、芷寮入海，属鉴江下游平原滨海区，总面积846．5平方公里。

吴川县在隋朝始置，属高凉郡；唐属罗州，宋属化州，元属化州

路，明、清属高州府；1952年与梅茂县合并，称吴梅县，属粤西行

署。1953年复名吴川县，1958年与化州县合并。1961年4)1 5日复设

吴川县，现属湛江市。

吴川县1987年辖15个镇1个镇级乡，62个城镇居民委员会，

1527个村民委员会，1577条自然村(本文下限至1986年，此处例外用

1987年)。全县总人12 682，680，其中农村人口572，413人(有的章节下

限至1995年)o

全县耕地404，553亩，其中水田31 1,488亩，旱地93，065亩，早晚

造种植水稻为主，并盛产黄麻、花生、甘蔗、冬造多种红薯，近年

还发展不少藿香及蔬菜类o
‘

吴川县属鉴江平原一部分，以鉴江、袂花江、塘缀河各为轴

线，两岸皆平原区。三大平原区总面积285，204亩，均属河流冲积

土及滨海沉积土，地形开阔平坦，海拔在6～8米之间，县内山岭

区，属平原低丘陵地带，主要分布在县内西北、东北及南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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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境丘陵、平原、沿海台地依次排列，北高南低。山岭多为馒

头状，海拔6～30米之间，最高特思山，海拔171米，其次是浅水镇

高罗大岭，海拔65米。丘陵台地成土母质，主要是沙页岩风化物，

花岗岩风化物和浅海沉积物。县境南面濒临南海，海岸线47公里。

鉴江是县境内干流。一级支流袂花江，梅江、三叉江在四叉口

与袂花江合流，经梅录隔海注入鉴江。二级支流塘缀河，板铺河及

其支流木棉江在民乐与塘缀河总汇合后经大岸注入鉴江。小支流乌

坭河在稳村下汇入鉴江。鉴江在县境中下游还有两支小分流，一为

上述的右岸木棉江，二为左岸的插口江。这些干、支流和分流，组

成了鉴江下游平原一个水系。

本县地表水资源可称丰富。全县多年平均降雨深1644．5毫米，迳

流量5．5亿立方，鉴江过境天然迳流均值94．1亿立方。地下水资源，

据湛江市水文分站分析推算，全县浅水层地下迳流量为O．91亿立

方，比较缺乏o

本县地处低纬，北回归线以南，濒临海洋，季候风明显，雨量充

沛，多年平均年总雨量为1,644．5毫米，但一年中雨量分布极不均

匀，4—9月降雨占全年降雨量的81％，而lob至翌年3月的6个月仅

占19％。因此，春季往往出现干旱。但在6～9月的雨季中，正当前

汛期(4～6)和后汛期(7—9月)交替，民iJ6B 25日至7月25日，由于是锋

面低槽降水转为台风降水的过渡阶段，多被副热带高脊所控制，降

水相对减少。所以，这时常常出现短暂的夏旱。多年以来夏旱几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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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出现，只是提前或延后，旱的时间或长或短而已。明、化州陈

鉴<吴阳道>词，是吴川苦旱的最好写照： “驱车下吴阳、沿途无

树木。大火酷且蒸、飞禽争避宿。一望黄如金，疑是稻禾熟。按辔

近为看，禾苗焦已秃⋯⋯o"

后汛期降雨主要取决于台风。如台风在本县正面登陆，．或从海

南岛东部登陆，或刮过雷州半岛向西北方向转动。这时，风大雨也

大，上游各县山洪暴发，洪水迅速汇集从鉴江倾泻而下。本县则随

即发生外洪内涝。故民谣云有“信宜山上淋湿石，吴川平地水流

牛"之说。吴川的水灾比旱灾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。

吴川人民由于长期以来处于严重的水旱灾害威胁之中，为求生

存，长期以来不断同水旱灾害作斗争。一些仁人志士，体恤民艰，

在与人民对水旱灾害作斗争中，曾作出不少贡献。清代板桥镇营盘

村武举人易业富，上书县当局首捐倡修三江塍，使在乾隆癸巳年(公

元1773年)崩决4年之久的三江塍一举修复起来，免除了石碇、博吉

一带连年水患。

旧县志载，从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(公元1395年)起到新中国成

立前，筑堤岸只有7段，共长34公里，修水塘13口，以及一些沟

圳，闸陂等小的蓄引设施，并灌溉农E15200亩。原有7段堤岸，分

布于即今之鉴江右岸五和堤、振文堤、黄坡堤、中山堤等；左岸长

岐堤、插口江堤等，除五和堤捍卫塘北瑚为闭口内涝区外，其他堤

段都没有收口成围。所以，吴川长期以来便存在7处大小洪、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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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泛滥区：

鉴江右岸塘缀河流域洪涝潮区；

右岸乌坭河洪涝潮区；

右岸木棉江洪涝区；

右岸塘北朗内涝区；

鉴江左岸长岐洪涝区；

左岸袂花江洪涝区；

左岸吴阳插12江洪潮区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吴川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多年来

整治水旱的夙愿可以实现了o

1950年6月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主持省首次召开农林

水工作会议，会上提出： “以工代赈，堵口复堤，恢复生产，渡过

灾荒"的方针。从本年到1953年，在上级拨款拨粮和派出技术人员

的全力支持下，先加高培厚鉴江干堤，在坐弯受冲的危险堤段，砌

石固脚护坡；鉴江干流，进行“摘枝强干”p堵塞木棉江叉流12，

断绝鉴江洪水注入；长岐洪涝区筑老巴山堤抵御鉴江洪水和袂花江

水倒灌。使鉴江左右岸两处洪涝区闭了口联成鉴江长堤。

1953年大旱，修堤同时，还在全县发动“一村一塘，十亩一

井"运动。1955年龙首乡挖的深井，被省报誉为“龙首式井"，向

各地推广。是年省水利会议提出： “由防洪复堤为主，逐步转向防

洪与灌溉并重”的方针。于此，在1954年连续出现特大水旱灾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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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先在鉴江右岸积美山坳挖出一条水沟，筑拦河沙坝，引水解救了

近3万亩农田的旱患。这临时抗旱措施，随即建成为鉴江第一宗无

坝引水工程——积美引鉴灌溉工程。由此，吴川人民和水利人员都

深刻地悟到：引鉴灌溉大有可为。嗣后，1955年，吴川参加化州修

建的塘广陂引鉴工程施工，引水解决长岐洪涝区闭12后未解决的灌

溉问题；1956年春实施吴阳围防洪防潮围垦灌溉工程(即插12江洪潮

区)；同年，还建成塘北朗引水排涝工程等。都是积美引鉴灌溉规划

思想的延续o．

五十年代后期，是奠定吴川水利建设事业基础的关键时期。

1956年夏，湛江专署成立“湛江亚热带资源开发委员会”属下水利

组，对鉴江进行流域性勘测规划，同年广州水利勘测设计院良德水

库规划组作的“鉴江梯级开发方案”o选定高岭、积美、插12为拦

河坝址，为吴川继续整治鉴江洪涝潮泛滥区提供依据。年冬，兴建

了鉴西防洪排涝灌溉工程(即塘缀河洪涝潮IX)；1957年兴建博茂减洪

垦灌工程(即袂花江洪涝区)和限12联围工程；1958～1959年建成积

美、吴阳两宗拦河坝等。1958年还建成了两宗小(一)型蓄水工程一

一山雅、山心水库o
。

到了五十年代末，鉴江流域的7处大小洪涝潮泛滥区，．除袂花

江梅录闸，分家堤到1962年完成外，其余工程都完成了围堤闭12，

防洪、排涝、灌溉等工程设施，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效益。在奠定

吴川水利建设基础的五十年代里，共完成修筑堤围土方5，840．5万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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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，石方139．8万立方，灌区土方l，562．3万立方；建成渠首进水闸5

座，中型节制闸7座，拦河坝2座，共石方141．68万立方。国家投资

1,865万元，群众自筹(以工抵赈)571万元。设计灌溉面积42．73万

亩，其中单造改双造5万亩，新垦面积l万亩，防洪防潮面积30，357

万亩，与防洪重复的排涝面积10．89万亩。

五十年代狠抓7处洪涝潮区闭口，拒洪排涝， 并有了初步灌

溉，但仍遗留不少工程问题。如袂花江工程、鉴西工程涝区内的整

治，吴阳围工程和4宗蓄水骨干工程未健全排灌系统等，都是急待

解决的。积美工程建成于五十年代初，灌区健全渠系结合搞园田化

也较早。进入六十年代，在中央“积极配套，充分发挥已有工程效

益"的方针指导下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大抓工程配套，扩大效

益。首先是抓了吴阳围灌溉洗成问题，为洗成需要，渠系取三级制

结合园田化，由斗渠直灌到田。

1963年夏旱，鉴西工程高岭进水口，开始是筑沙坝，保持了

天，接着便用借款建了永久闸坝。同时，还建了兰石秦村坝，

．塘lOO缀引青年运河四联干渠，以及一批小(三)型的草鞋洞、社山、塘

缀水库等。此外，还建成接引茂名电网，解决袂花江涝区排水和浅

水、长岐、樟铺等镇部分地区的灌溉用电。

六十年代前，部分时期大抓工程效益是卓有成效的，到了“文

化大革命竹期间，一切工作瘫痪，早在五十年代末便提出的鉴西涝

区整治计划也搁下来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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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年代上半期抓了工程配套，发挥灌溉效益的基础上，洪涝

(特别是内涝)问题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。1970年元旦动工

的塘尾分洪工程，便是为减轻鉴江最下游两岸堤围的防洪压力，辅

助袂花江、鉴西排泄内涝而兴建的。工程建成后，1981年二次与

1967年相似的中等洪水比较，梅录三站洪水位降低0．69米，鉴西大

岸闸降低O．8米。有了塘尾分洪的巨大效能，随之鉴西工程在1973

年即进行塘缀、板铺河的疏浚和栽弯取直，下游增设排水闸，+解决

内涝问题。袂花江洪涝治理工程，于1975年在有了塘尾分洪的辅助

作用下，才确定全涝区改河围堤、引水灌溉以及扩建博茂减洪河节

制闸。这两大涝区，到此已从基本上解决了连年内涝的困境。

吴川县的水利建设所建成的中型水闸是比较多的，这些中型水

闸和拦河坝，从鉴西工程大岸水闸闸墩用实心构件施工起，嗣后，

黄竹尾减洪节制闸、梅录桥闸，积美、吴阳、高岭拦河闸坝、塘缀

茅山渡槽，以及塘尾分洪桥闸等，无一不是采用预制构件施工的，

最集中使用构件施工的是塘尾分洪闸。这种用构件施工工艺，可提

前分散预制，收到施工快速，造型齐整、质量良好，降低造价之

效。1956年，首先在积美工程里坡垌首创的园田化农田，结合一路

两渠的农渠布置为大小方格形式，收到排渠方便，交通便利，田块

齐整，节省土地之效。预制构件和园田化农田，曾一时吸引省内外

前来参观推广o

吴川县丘陵地和沿海台地，总面积215．3平方公里，土质属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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